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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２０１４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１）从中国侏罗纪神、仙二兽再论哺乳动物起源：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毕顺东、王元青、孟津等

人根据辽宁建昌发现的１６０Ｍａ前的６件相当完整的哺乳动
物化石命名了贼兽类２个新属３个新种：陆氏神兽（Ｓｈｅｎｓｈｏｕ
ｌｕｉ）、玲珑仙兽（Ｘｉａｎｓｈｏｕｌｉｎｇｌｏｎｇ）和宋氏仙兽（Ｘ．ｓｏｎｇａｅ），
首次从头骨、下颌、牙齿和头后骨骼等方面，全面地揭示了贼

兽类的形态学特征。这项研究还澄清了有关贼兽类牙齿同

源性、定位、咬合关系等方面的争议，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哺乳

动物支系———真贼兽类（Ｅｕｈａｒａｍｉｙｉｄａ），它和多瘤齿兽类构
成姐妹群。依据早期哺乳动物的系统发育关系以及时代与

古地理分布，哺乳动物可能起源于属于劳亚大陆的陆块，在

早—中侏罗世已经高度分化。

（２）采用高精度综合探测技术首次实现我国管辖海域１
∶１００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和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采用最先进的多波束、侧扫声纳、浅地

层剖面、单道地震、多道地震、深海地质取样等高精度综合探

测技术和统一的技术标准，完成１∶１００万海洋区域地质调
查１６个图幅，首次实现我国管辖海域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
查明了海底地形、地貌、第四纪沉积、区域构造、矿产资源、磁

力场、重力场等综合地质要素并编制相关图件。发现并命名

了一批新的海底地理实体，宣示了国家海洋主权；指出了我

国海域油气、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等有利远景区，引领和带动

我国海域能源勘查和开发工作；获取的最新综合调查资料和

成果，对快速提升我国海洋地质研究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３）页岩油气资源评价及选区研究：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化勘探分公司郭旭升研究团队突出基础理论、技

术创新与生产应用，在研究美国九大页岩气田特征的基础

上，将中国南方页岩与之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并系统分析

了国内外页岩气成功与失利的典型案例；揭示了南方复杂构

造区页岩气的富集规律，首次提出了南方复杂构造区高演化

海相页岩气“二元富集”理论；针对南方复杂构造区，建立了

以页岩品质为基础、以保存条件为关键、以经济性为目的的

三大类１８项参数的页岩气选区评价体系；创新形成南方复
杂构造区地球物理“甜点”预测技术。优选了焦石坝构造，部

署钻探了第一口页岩气井—焦页１ＨＦ井，获得日产２０．３×
１０４ｍ３的商业页岩气流。向外甩开部署的焦页２ＨＦ、３ＨＦ、
４ＨＦ井，均取得高产页岩气流，实现了涪陵页岩气田的规模
开采。项目研究成果为认识中国南方页岩气富集规律提供

了理论指导，对国内页岩油气富集理论和勘探技术发展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我国页岩气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

（４）中国大中型气田基础地质理论与勘探突破：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魏国齐

项目长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中国石油股

份公司科技项目资助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首创

多介质原油裂解生气和煤成气“双增”新模式，明确干酪根直

接生气潜力及成气阶段，新建裂解气判识图版，明确指出四

川盆地高石梯—磨溪地区震旦系、寒武系天然气主要为原油

裂解气。新发现四川盆地寒武系优质烃源岩发育中心及震

旦系３套烃源岩。新建烃源岩滞留烃定量评价模型。创新
了古老碳酸盐岩、致密砂岩气藏等大气田成藏理论认识。研

发５项地质实验新技术，获授权发明专利１０项，制定１项国
家标准物质。在五大领域评价出１０个千亿方有利勘探区带
和６７个有利目标，牵头提出的高石１等 ７口风险探井获重
大突破。生产实效显著，社会经济效益巨大，应用前景广阔。

参加本项目研究的单位还有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长庆

油田分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等。

（５）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上古生界天然气地质理论新
认识与延安大气田发现：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

香增研究团队在盆地东南部上古生界开展的沉积 －储层 －
成藏地质理论研究、勘探开发技术攻关及矿场试验，首次厘

清了上古生界海陆变迁格局，建立了障壁砂坝与三角洲前缘

前积砂体演化模式，破解了在盆地南部上古生界寻找大型优

质储层的重大难题，为盆地新增本溪组障壁砂体气藏；创立

了成熟烃源灶迁移成藏模式，丰富了盆地上古生界天然气成

藏地质理论，扩展了勘探领域，指导了勘探方向；自主研发了

防漏失钻井液和超低渗透钻井液体系，有效解决了区域性地

层漏失问题，缩短了钻井周期，有效保护了气层；发明了针对

低孔、超低渗储层的ＣＯ２清洁泡沫压裂液体系，创新发展了
ＶＥＳ－ＣＯ２泡沫压裂工艺技术，单井产量平均提高 ２５％以
上，实现了气藏高效开发。盆地东南部上古生界已累计探明

天然气地质储量４６６５×１０８ｍ３，形成每年产能３０×１０８ｍ３，累
计产气１３．２×１０８ｍ３，打破了“南油北气”传统认识，带动了
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产业发展，发现了延安大气田。研究成

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６）我国地热资源勘查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地质科学
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王贵玲研究团队在地质调查项

目资助下，组织各省地勘单位开展了我国首次全国范围内地

热资源调查。在查明全国地热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完成了地

热资源科学开发利用规划。取得了高温地热资源勘察重大

进展，古堆高温地热显示区地热钻探 ２３０ｍ深度温度达
１９５℃，为我国目前地热勘探中同深度温度最高钻井，川西地
区高温地热钻探填补了理塘、巴塘地热钻探空白。首次开展

干热岩科学开发利用试验研究，青海东部盆地干热岩勘探孔

为目前青藏高原东北缘干热岩勘查的最高温度；东南沿海地

区干热岩钻探选址取得重大突破，选定漳州干热岩钻孔位

置；开发研制了干热岩钻探关键装备和工具，为今后的大规

模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７）４５００ｍ级深海作业系统“４５００ｍ级深海作业系统”
是国家８６３计划海洋技术领域重点项目，“海马”号深海无人
遥控潜水器（ＲＯＶ）是该项目的主要科研成果。经过６年的
艰苦努力，由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牵头，上海交通大学、浙江

大学等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突破了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核

心技术，成功研发了我国迄今为止系统规模和下潜深度最

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海马”号（ＲＯＶ）。２０１４年，“海马”号３
次下潜到南海中央海盆４５００ｍ的海底，圆满完成各项海试
作业任务，在可靠性、稳定性和适应性方面达到实用化海洋

设备的要求和国外同类 ＲＯＶ的技术水平，通过了８６３计划
海洋技术领域组织的海上验收。“海马”号的研制成功，是继

“蛟龙”号之后我国在深海技术装备领域取得的又一个标志

性成果。

（８）纳岭沟特大型砂岩铀矿床铀矿勘查与地浸开采取
得重大突破：核工业２０８大队彭云彪团队多年来对鄂尔多斯
盆地铀成矿条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通过精心设计与施

工，于２０１４年落实了纳岭沟特大型砂岩铀矿床。在勘查过
程中，形成了“古层间氧化带”铀成矿模式，有效指导了鄂尔

多斯盆地北部砂岩型铀矿找矿。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

院江国平团队通过深入分析矿床的开采技术条件，成功地应

用成本低、铀资源利用率高、绿色环保的“ＣＯ２＋Ｏ２”浸出工
艺，开展了地浸采铀条件实验，显示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环保效益。纳岭沟特大型砂岩铀矿床的落实和“ＣＯ２
＋Ｏ２”浸出工艺的成果应用，是我国砂岩型铀矿找矿和铀资
源开发利用的又一重大突破，对快速提升我国铀资源保障能

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９）成盐理论引领我国找钾取得重要突破：中国地质
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郑绵平团队联合柴达木综合勘查院

等单位，在陆、海相盐盆地找钾取得重大新进展：以盐湖学为

指导，在柴达木西部首次发现大储量新类型砂砾富钾卤水资

源，基于古气候和盐沉积构造研究，揭示柴西为新近纪—第

四纪盐谷，将找钾目的层从新近系扩大到下更新统洪积层，

并通过地质和地震解译相结合，优选了钻探孔位，沿柴西阿

尔金山前，部署２５个钻孔，推算资源量３．５亿吨，该区有望
成为我国最大钾盐矿察尔汗的后备基地。取得海相固体钾

盐找矿新进展：揭示勐野井钾盐成矿时代为中侏罗世，建立

了“二层楼成钾模式”。首次发现塔里木古新统含钾石盐矿

层，达ＫＣｌ工业品位厚４１ｍ。开拓上扬子盆地找钾新方向：
四川盆地三叠系富钾卤水前景大，杂卤石为巨量的缓释钾

肥。大幅度缩小陕北奥陶系盐盆找钾靶区。以上标志我国

海相找钾崭露了突破的曙光。

（１０）中国特殊和稀缺煤炭资源研究：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研究团队对我国主要煤矿区的煤

质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梳理了稀缺煤炭资源和特殊煤炭资

源的概念，提出了特殊和稀缺煤的分类方案，首次摸清了我

国稀缺优质煤及特殊煤炭资源的家底；运用现代数学理论对

特殊和稀缺煤进行筛选排序，综合考虑煤质特征、资源规模、

区域分布、用途等划定了特殊和稀缺煤重点资源保护区；提

出了一套适合我国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性、限制性及

禁止性利用建议及措施；编制了中国特殊和稀缺煤炭资源分

布系列图件，翔实反映了我国特殊和稀缺煤炭资源的分布状

况及资源规模，为国家制定综合勘查合理利用特殊和稀缺煤

炭资源政策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高梦瑶供稿　　章雨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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